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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 言 

在漫漫的人生之路上，我们根本无法预料要经历多少坎坷。在每

一次的成功背后，也许都要经历唐僧取经般的九九八十一难。假如我

们的生命真有无限长的话，即使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都无所谓，然而

事实是生命有限，人生苦短，人生真正能够做事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

几十年。 

鉴于此，我们编著了此套《青少年好品德大课堂》，作为青少年

朋友面对现实生活的一面旗帜，来激励和丰富自己的人生，共同朝着

美好的目标而奋斗。 

《激励你一生的名人故事》——从名人的人生之路中吸取丰富的

营养； 

《激励你一生的哲理故事》——演绎经典哲理故事，丰富知识，

开拓视野； 

《激励你一生的好习惯》——成就一生的良好习惯，改变命运的

行动指南； 

…… 

书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它可以引导人的一生走向成功。卡耐基曾经

说过：“人生的价值，就是创造有价值的人生。正是如此，人生最值

得回味的地方并不在功成名就之时。”这是一句至理名言，也是一切

人生理念的思想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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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历史的舞台 

毛泽东 
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理论家（1893—1976） 

1949 年 10 月 1 日，一个中国人民将永生永世铭刻在心的日子，

一个伟大而光辉的节日。就在这一天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

东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”这是时代的

最强音，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中华民族从此翻开了新的历

史篇章。 

毛泽东是一位在 20 世纪影响过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伟人。他

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及发展，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

放事业的胜利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，

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，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从青

年时代起，就立志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，并为之奋斗了一生。 

毛泽东成长的时代，正是民族危急深重、人民困苦不堪的年代。

然而，这也正是中国将发生历史性重大变革的时代，也正是中国人民

正在逐步觉醒的时代。毛泽东的成长过程，也正体现了中国人民逐步

觉醒的历史过程。 

在我国湖南省湘潭县，有一个叫韶山冲的地方。1893年 12月 26

日，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。 

毛泽东的祖辈都是贫苦农民。他的父亲原也是个贫苦农民，年轻

时因家里欠债太多，被迫出外当兵。后来回到家乡，凭着勤劳节俭、

善持家务，渐渐地使家境富裕起来。这位体格强壮、性格倔强、办事

精明的农民，一面自己开荒耕种，一面兼做小买卖和别的生意。很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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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但还清了债款，还赎回了典当出去的田产，不久又买进了亲戚家

的几亩田地。这样一来，他家就成了韶山冲公认的富裕户了。 

当时，毛家共有五口人，父亲、母亲和三个孩子，毛泽东是孩子

中最大的一个。尽管家里不愁吃穿、生活富裕，但毛泽东的父亲还是

要求全家都参加劳动，谁也不能坐享其成。 

毛泽东从 6 岁起，就开始帮助大人干农活了。上学后，他也是利

用每天早晨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放牛或做其他零活儿。长到

13 岁以后，农忙时，他在田里要干和成年人一样的农活；农闲时，

就在家里磨谷子、舂米、放牛、砍柴。晚上，他还要帮父亲记账，因

为当时他是全家识字最多的人。 

少年毛泽东不仅热爱劳动，而且热心帮助别人。 

毛泽东的母亲是位勤劳俭朴、性情忠厚、乐善好施的农家妇女，

她常常帮助生活穷困的乡亲，碰到灾荒年月，她总是背着丈夫拿出些

粮食周济乡亲。毛泽东非常爱他的母亲、尊敬他的母亲，母亲的美德

深深影响着少年毛泽东。 

有一年，正值秋收时节，农民们刚把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摊晒在

晒谷场上，天上忽然下起雨来。人们都赶忙跑去收拾自家晒的谷子。

正在抢收的毛泽东，忽然发现邻居阿婆正一个人费力地收谷子，他立

即丢下自家的谷子不管，跑去帮助阿婆。等他赶回来收自己家的谷子

时，谷子早已被雨淋湿了。父亲生气地责怪他，他说：“阿婆是佃户，

家里很穷，还要交租，损失一点就不得了，我们的谷子是自家的，自

然不大要紧。” 

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毛泽东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一个只穿一件

单衣、冻得浑身发抖的穷苦青年。毛泽东和他交谈了几句，了解到他

的情况后，就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夹衣给他穿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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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毛泽东，虽然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，却从没有富家子弟的纨

绔习气，而是继承了中国农民勤劳、诚实、朴素的优良品质。 

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，中华民族正遭受着深重的灾难，这个时期，

对毛泽东震动最大的事，就是 1910年长沙爆发的“饥民大暴动”。 

1909 年，湖南一带连遭水灾、旱灾的祸患，灾民们纷纷涌向长

沙，长沙闹起饥荒，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。第二年，在青黄不接的时

候，贫苦的百姓无米下锅，而地主富豪、投机商人们却不顾人民的死

活，乘机囤积粮食，导致米价暴涨。 

饥饿的平民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便在一夜之间自发地集结起来。

他们捣毁了巡抚衙门，将粮库的米分抢一空。清政府慌忙派兵镇压，

几天之内，血洗长沙城，暴动组织者的头颅被挂在街头的旗杆上示众。 

血淋淋的现实，使毛泽东受到了强烈的震撼，他开始认识到贫苦

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。他愈是对广大农民遭受的灾难和痛苦

寄予无限的同情，愈是对统治者的残暴、腐败及富豪的为富不仁充满

愤慨，就愈是感到应该把劳苦大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。这时，一颗反

抗的种子在毛泽东的心底里开始萌芽了。 

然而，真正使毛泽东把救国救民作为终身奋斗目标的，还是在他

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以后。 

毛泽东自幼勤奋好学。他从 8 岁起上学，先后在几处私塾念书。

私塾馆里所教的书，大都枯燥无味，又十分难懂。教书先生从不对书

上的内容做过多的讲解，只是让学生一味地死记硬背，所以，学生们

学起来感到十分吃力。毛泽东也不喜欢念这些书，他更喜欢当时流行

的许多小说，如《说唐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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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，毛泽东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。他不仅聪明好学，而

且记忆力好、领悟力强，教书先生留的背书作业，他念上几遍就记住

了，所以深得教书先生的器重。 

毛泽东酷爱读书，只要能找到的书，他都认真阅读。每天晚上，

他帮父亲记完账后，就躲进自己的屋里看书。父亲对此十分不满，认

为毛泽东读的这些“闲书”、“杂书”，并不能帮他发展家业，又浪

费灯油。于是，他总是想方设法阻止毛泽东晚上看书。而毛泽东却自

有办法——他等父亲睡下，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，好让外面看不见屋

里的灯光，然后，他就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悄悄地看书学习，常常一看

就看到深夜。 

1906 年，13 岁的毛泽东对史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从左丘明的

《左传》到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从王世贞的《纲鉴》到顾炎武的《日

知录》，他都进行了认真研读。这些史书不仅大大丰富了他的历史知

识，而且作者的治学态度和爱国思想，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这以后，毛泽东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，这种兴趣与日俱增，使

他受益匪浅。 

少年毛泽东不但喜欢读书，而且善于思考。毛泽东读了许多旧小

说，有一天他忽然发现，这些旧小说写的多是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，

却没有他熟悉的农民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他整整思考了两年，后来终于

认识到，写书的人不是农民，他们不了解农民，也看不起农民，自然

就不会写农民。毛泽东感到这实在是不公平。 

当时，毛泽东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《盛世危言》，这本书的作者

郑观应是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，他写这本书前后用了 30 年的时

间。书中所宣扬的变法革新思想、富国强兵之道，令毛泽东眼界大开、

耳目一新，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



5 

 

在这一时期，毛泽东还阅读了大量宣扬新思潮、呼吁拯救国家的

书籍。在读了一本揭露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、欺压中国人民的书后，

毛泽东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。 

少年毛泽东已经强烈地意识到，拯救处在危难之中的国家和民族，

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。从此，他更加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，

希望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。 

由此，毛泽东继续求学的愿望更加强烈了。本来为了让他继承家

业，父亲执意要送他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。但毛泽东决心已定，他

坚持外出求学。他从表兄那里得知，县城有一所新式学堂，在那里可

受到新式教育。为了说服固执的父亲，他搬来众多的说客为他说情。

最后，父亲终于被说服了。 

1910 年，16 岁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了韶山冲，迈向了更广阔的新

天地，他立下志愿，“学不成名誓不还”。 

在新学堂里，毛泽东积极学习新知识，为寻求救国真理，他发奋

学习。他在《言志》、《救国图存论》这两篇作文中，尽情抒发了自

己求学为国的壮志和决心。校长看了他的作文后，情不自禁地赞叹说：

“今天，我们学校有了一个建国才!” 

毛泽东在伟大理想的推动下，不断顽强地寻求着救国之道。十几

年后，历尽千辛万苦的毛泽东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

武器，找到了一条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光明之路。“五四以后，毛

泽东开始了他的革命家生涯。 

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，到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；从一个爱

国者，到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——毛泽东经过长期的、艰苦的革

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，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。 

 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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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悲鸿 

中国画家、美术教育家（1895—1953） 

1926 年，青年画家徐悲鸿在留学法国时，认识了法国著名的现

实主义画家达仰。在达仰的精心指导下，他认真研究了欧洲各个画派

的不同风格，掌握了油画艺术的精髓，并画了大量的习作。 

这年 4 月，在巴黎隆重举行的沙龙画展上，徐悲鸿创作的《箫

声》、《老妇》、《远闻》等油画作品也入选参展。潮水般的人流涌

进展览大厅，人们尽情欣赏着这些杰出的绘画作品，徐悲鸿的《箫声》

也深受人们的喜爱。这幅作品以巧妙的构图和精练的笔触，描绘了一

位正在吹箫的少妇，她哀怨凝重的表情同背景画面有机地融为一体，

生动地表现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。这幅作品色彩典雅和谐，

用笔细腻严谨，以至于许多人断言它是著名绘画大师达仰的作品。达

仰听后，乐呵呵地指着身边的徐悲鸿对人们说：“这幅画是我的中国

学生徐悲鸿画的。” 

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片赞叹声。 

通过这次画展，年轻的徐悲鸿在西方美术界脱颖而出，成为第一

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现代画家。 

1895 年 7 月 19 日，徐悲鸿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的一座滨河小镇

上。 

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自幼喜爱绘画，靠自学成为当地知名的画师。

除了绘画外，他还擅长书法、篆刻、诗文。他一生鄙薄功名，不求闻

达。徐悲鸿 6 岁开始跟父亲读书，但父亲却不允许他学画。有一次，

徐悲鸿求一个人画了一只老虎，他拿回家悄悄地照着临摹，不想被父

亲发现了。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你应当好好用功读书，要想成

为一名画家，首先要有渊博的学识，要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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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父亲的指导下，他 9 岁就读完了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。这时父

亲才开始教他每天临摹一幅吴友如的人物画。吴友如是清末著名的插

图画家，能在尺幅之间描绘楼台亭阁、虫鱼鸟兽、奇花异卉乃至千军

万马。 

有时，父亲带着他沿河边散步，引导他欣赏和观察大自然，还经

常教他写生，画父母、兄弟、邻人、乞丐……但当时，百姓民不聊生，

一个画家是很难依靠画画维持生活或找到职业的。因此，父亲对他学

习画画并不抱有多大希望。 

徐悲鸿 13 岁那年，家乡遭遇水灾，父亲便带领全家开始了流浪

江湖的卖画生涯。徐悲鸿为父亲磨墨铺纸，看父亲落笔挥毫，听父亲

娓娓不倦地说古论今。在潜移默化中，他不断地接受着中国传统绘画

艺术的熏陶。 

这期间，他不仅成了父亲有力的帮手，而且自己的绘画水平也有

了很大提高。那时，当地老百姓经常抽一种强盗牌香烟，烟盒上画有

栩栩如生的动物画，徐悲鸿通过临摹这些动物画逐渐掌握了描绘各种

动物的技巧。后来，他还收集了许多日本的动物标本，每天都对着这

些标本反复描摹，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艺。 

长期的流浪生活使徐悲鸿的父亲重病缠身。回到家乡后，17 岁

的徐悲鸿便毅然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。 

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，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和艺术才华渐渐显露出

来，并且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他同时接受了宜兴初级女子师范学校、思

齐小学、彭城中学三所学校的聘书，担任这三所学校的国画教师。三

所学校相距 20 多公里，为了省钱给父亲治病，徐悲鸿从来不坐船，

总是步行去学校。为了不耽误上课，他常常半夜三更就起床赶路，有

时到了学校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就去给学生讲课。父亲在病床上艰难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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熬了两年，弥留之际，他哆哆嗦嗦地用瘦骨嶙峋的手拉着徐悲鸿的手

说：“我们是两代画家了，你应该后来居上，超过我，超过我们的先

辈，要记住……业精于勤……生活再苦，也不要对权贵折腰，这是你

祖父说过的……” 

埋葬了父亲以后，徐悲鸿决定去上海找一家半工半读的学校就读。

他通过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的同乡徐子明先生介绍，将作品寄到

复旦大学。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看了他的作品后十分高兴，表

示欢迎他来复旦大学读书。 

1915 年的夏天，20 岁的徐悲鸿只身来到上海。他由徐子明先生

带着，去见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。在校长室里，李登辉望着徐悲

鸿苍白的面庞和瘦小的身体，脸上流露出不信任的表情，他悄悄对徐

子明说： 

“这个人看上去还是个孩子，怎么能又读书又工作呢?” 

“只要他有才华，你何必去计较他的年龄呢?况且，他还是辞去

了三所学校的教职赶来的。”徐子明说。 

然而，李登辉却久久沉默不语…… 

从复旦大学回来后，徐悲鸿几次给李登辉写信询问结果都没有得

到答复，他只好一天天苦苦地等待着。为了消磨时间，他白天去商务

印书馆门市部站着读书，夜晚，常常站在旅馆门前，望着灯红酒绿的

大上海忧伤地思念母亲和妹妹。后来，徐子明先生接到了北京大学的

聘书，准备北上。临行前他给徐悲鸿写了封推荐信，把他介绍给商务

印书馆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恽铁樵，请他为徐悲鸿谋个小差事。 

徐悲鸿带着信去商务印书馆，在那里他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叫黄警

顽的宜兴同乡。黄警顽热心地帮他打电话联系。恽铁樵在电话中说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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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请徐悲鸿第二天下午下班前来编辑部。徐悲鸿听后很高兴，在回

旅馆的路上，步子变得轻快起来。 

第二天，徐悲鸿带上徐子明先生的介绍信和几幅自己的作品去见

恽铁樵。恽铁樵看过信，然后仔细观看徐悲鸿的作品，感到很满意，

他对徐悲鸿说：“你画得很好，画插图是没有问题的。商务印书馆出

的教科书正需要一批插图，你再画几张插图送来，我请国文部的编辑

看看。” 

徐悲鸿连夜赶画了一些插图给恽铁樵送去，恽铁樵请他等回音。

看得出，恽铁樵很喜欢眼前这个年轻人。 

徐悲鸿满怀信心地等待着，他甚至给母亲写了封信，告诉母亲他

已经找到工作，希望母亲不要挂念。他还给北京大学的徐子明先生写

了封信，感谢徐先生的厚爱。然后，他冒着雨去街上发信。可是，当

他回到旅馆准备休息时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他急忙打开

门，只见恽铁樵先生站在门前，手里拿着一个纸包，语气很沉重地告

诉徐悲鸿：“事情不行了。” 

徐悲鸿急忙打开纸包，发现里面除了自己的画以外，还附有一个

叫庄俞的人的批札，上面写着：“徐悲鸿的画不合用。” 

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让血气方刚的徐悲鸿怎么也无法接受，一种

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沮丧折磨着他，使他完全绝望了。 

善良的黄警顽十分同情朋友的遭遇，尽管他只是一个每月收入十

几元的穷职员，然而他还是爽快地收留了徐悲鸿。两个人挤在一张床

上睡觉，合盖一条又破又薄的棉被，吃饭两个人也在一起，这让徐悲

鸿非常感动，打心眼里感谢这位好朋友。这期间，他每天都去书店或

图书馆看书，系统地学习美术知识。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，

不但深受启发和教益，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不向贫困低头，不向邪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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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力屈服，刻苦学习，发奋成才的信念。不久，黄警顽为徐悲鸿找到

了一份绘制武术挂图《谭腿图说》的差使。徐悲鸿晚上设计勾画草图，

白天修改，足足干了半个多月，才完成了这 100 多幅挂图。这套挂图

不久即由中华图书馆出版发行了。徐悲鸿第一次拿到了 30 块大洋的

稿酬。 

有了这笔收入，生活暂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，徐悲鸿没了后顾之

忧，学习更加刻苦了。一个星期天的晚上，他去拜访上海有名的油画

家周湘。徐悲鸿坦诚而直率地向周湘先生谈到自己想学习西画，把西

画的创作技法运用到中国画之中，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的想法。他

的这些独到的见解得到周湘的重视。徐悲鸿也为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位

画家而感到高兴。第二次去拜访周先生时，他带去几幅自己创作的中

国画和西洋画请周先生指教。周先生看完作品，非常高兴地对他说：

“你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条件，只要刻苦努力，一定能够

成为一个有出息的画家。” 

同时，周先生也直率地指出了徐悲鸿作品中的一些缺点。他还拿

出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些名画让徐悲鸿欣赏，仔细地给徐悲鸿讲述西洋

画的历史和欧洲的各个绘画流派。这使徐悲鸿大开眼界，受益匪浅。 

因为工作尚未落实，前途尚难预测，徐悲鸿决意到文化古都北京

去闯荡一番。临行前，他精心画了一幅奔马图，准备托来上海洽谈生

意的宜兴同乡唐先生带回去，以酬谢曾经热心帮助过自己的乡亲。在

唐先生住的旅馆里，徐悲鸿碰上了富商黄震之。黄震之无意中拿起徐

悲鸿带来的奔马图，立刻被深深吸引了。他惊奇地说：“画得好，这

幅画看似漫不经心，一挥而成，实则构图巧妙，章法细密，立意新奇。

只是这位徐悲鸿先生现在何处?我在上海算得上是比较富有的收藏家，

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位画家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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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他听说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小伙子就是徐悲鸿时，感到十分惊

讶。他得知徐悲鸿在上海的处境后，十分同情，热情挽留徐悲鸿继续

留在上海，衣食住行全部由他解决。 

徐悲鸿觉得盛情难却，便决定暂缓去北京。 

几个月后，复旦大学春季招生的消息吸引了徐悲鸿，他决定报考

这所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，攻读法文，为以后去法国学习绘画做

准备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了。 

进入复旦大学后，徐悲鸿把多数时间用于学习法文，每周只有星

期四下午没有课，可以练习素描。他在这里学习了不到半年，就被犹

太人哈同办的昌圣明智大学聘为美术指导。在这期间，徐悲鸿结识了

康有为。他对康有为的学识非常敬佩，真心诚意地要拜康有为为师，

恭恭敬敬地向康有为叩了三个头，算是行了拜师礼。从此以后，康有

为不仅向他传授各种学问，还让他饱览了自己的各种收藏品，包括古

今中外的图书、绘画、金石古玩、碑帖，这不仅使他绘事精进，书法

也有了明显的进步。 

徐悲鸿还尝试结合西画的明暗和透视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。这

对当时陈寂守旧、拘泥古法的中国画坛来说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创举。 

正是这种尝试，使徐悲鸿决心到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中去丰富自

己。他决定东渡日本，对世界绘画艺术进行深入的探索。 

明治维新以前，日本传统画与清末的中国画一样，一味模仿古人。

自从欧洲绘画被介绍到日本后，融会西画技法的写实主义画风成为明

治维新以后日本绘画风格的主流。徐悲鸿来到日本后，除了参观各个

博物馆的藏画外，还经常流连于书店、画店，尽全力收集日本出版的

美术书籍和美术作品，这些都使徐悲鸿的艺术眼界得到拓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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